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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糯玉米合成群体聚合选系效果初报
张采波 1，2　余庭跃 2　文守云 1，2　张　玮 2　刘　颖 2

（1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，重庆 401329；2 重庆中一种业有限公司，重庆 400060）

摘要：为评价两个糯玉米合成群体聚合选育获得新选系的育种潜力，采用杂交测配方法，分别以 20 份 YW 类和 20 份衡白

类新选系为母本，京 A、京 B、w260 等 10 个测验系为父本组配 400 个杂交组合，对杂交组合的鲜穗产量、外观和蒸煮食味品

质、抗病性表现等进行统计分析。结果表明，YW 类与衡白类新选系所组配杂交组合在产量、品质和抗病性上的表现结果相似，

杂交组合在鲜穗产量、食味品质和抗病性上都有较显著的提高，组合 Qw2-14×S39-6-1、Qw2-14× 京 A、Qw10-9×yw2 和

Qw10-9×w218 的产量和食味品质均表现较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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糯玉米，也称蜡质玉米或粘玉米，因其风味独

特、籽粒粘软香甜、营养丰富等深受广大消费者喜

爱。近年来，随着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

消费者对糯玉米的食味品质、鲜穗产量、外观商品

性和抗病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[1-3]。种质资源是

选育优良新品种的基础，创制新种质、分析和挖掘

种质资源育种潜力是有效利用种质资源的前提 [4-5]。 
本研究结合前期采用 SNP 分子手段对糯玉米种质

资源进行类群划分的结果，选择 YW 和衡白两类糯

玉米自交系分别合成群体，采用聚合选育方法获得

了 40 份新选系。为评价和挖掘新选系的育种潜力，

通过杂交测配方法，测试杂交组合的鲜穗产量，评

价外观和蒸煮食味品质，鉴定抗病性，旨在为新选

糯玉米自交系的育种利用和新品种选育提供理论 

参考。

1　材料与方法
1.1　试验材料　供试材料为 YW 类糯玉米自交系

yw2、715-10、03-4-1-2、1107-12A、w218、w225
聚合选育获得的 20 份新选系，编号 Qw2-1~Qw2-20；
衡白类糯玉米自交系 44A、46A、w724、S39-6-1 和

85-2 聚合选育获得的 20 份新选系，编号 Qw10-1~ 
Qw10-20；与 YW 类杂交组配的糯玉米测验系京A、京
B、8300-22、46A、710-8、S39-6-1、w15-2-1、w260、 
w343、w348-3-1；与衡白类杂交组配的糯玉米测验

系京 A、京 B、8302、8288、715-10、1107-12A、

w218、w225、w260、w348-3-1。
1.2　试验设计　2017 年冬在海南英州试验基地

将 20 份 YW 类 新 选 系（编 号 Qw2-1~Qw2-20）
与 京 A、京 B、8300-22、46A、710-8 等 10 份

测验系杂交，组配 200 个杂交组合；20 份衡白基金项目： 重庆市基本科研业务费计划项目（2016cstc-jbky-00501）

益，增加农民收益，有助于推进谷子种植的规模化和

产业化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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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 新 选 系（编 号 Qw10-1~Qw10-20）与 京 A、京

B、8302、8288、715-10 等 10 份测验系杂交，组

配 200 个杂交组合。2018 年在重庆垫江试验基

地种植鉴定 400 个糯玉米杂交组合，田间采用间

比法排列，以渝糯 7 号为对照，每 20 个组合设 1
个对照，不设重复，行长 4.5m，行距 0.9m，种植密

度 3300 株 /667m2，每个组合种植 3 行，双株种植，

四周设置至少 4 行以上保护行，田间管理同大田 
生产。

1.3　试验调查性状及方法　糯玉米雌穗吐丝前每

个组合套袋 5 株，自交或小区内混合授粉，标注授

粉日期，25d 后进行食味品质品尝鉴定。品质鉴定

和评价按农业部糯玉米行业标准（NY/T524-2002）
进行 [6]，鉴定项目包括外观品质和蒸煮食味品质

（色泽、气味、糯性、柔嫩性、风味和皮薄厚），采用

加权处理法对组合品质性状进行综合评分，每个组

合取 3 个果穗，品尝鉴定 3 次，得分取均值。糯玉

米吐丝授粉后 25d 采收鲜果穗，全区收获测产，折

算亩产量，每个组合选取 10 个果穗调查穗粗、穗

长、秃尖长、穗行数、行粒数、百粒重、出籽率等果穗 
性状。

1.4　数据分析统计方法　采用 Excel 2016 对试验

数据进行统计、汇总、分析做图。

2　结果与分析
2.1　组合鲜穗产量　YW 类新选系所组配的 200 个

杂交组合，每 667m2 鲜穗产量变幅 586.3~1041.3kg，
所有组合平均产量 837.2kg，对照渝糯 7 号平均

产 量 807.5kg，组 合 较 对 照 增（减）产 比 例 变 幅

-27.4%~28.9%。杂交组合鲜穗产量汇总情况见图 1，
其中 120 个杂交组合比对照渝糯 7 号增产，占总组合

数的 60% ；鲜穗增产幅度在 15%~20% 的组合 17 个，

占总组合数的 8.5% ；增产幅度在 20%~25% 的组合

10 个，占总组合数的 5% ；增产幅度大于 25% 的组合

8 个，占总组合数的 4%。

衡白类新选系所组配的 200 个杂交组合，每

667m2 鲜穗产量变幅 580.4~1045.9kg，所有组合平均

产量 841.2kg，对照渝糯 7 号平均产量 812.3kg，组合

较对照增（减）产比例变幅 -28.5%~28.8%。杂交组

合鲜穗产量汇总情况见图 2，其中比对照渝糯 7 号

增产的组合有 118 个，占总组合数的 59% ；增产幅

度在 15%~20% 的组合有 16 个，占总组合数的 8% ；

增产幅度在 20%~25% 的组合有 10 个，占总组合数

的 5% ；增产幅度大于 25% 的组合 8 个，占总组合

数的 4%。

对比 Qw2 和 Qw10 两类杂交组合的产量表现，

两类杂交组合产量分布情况相似，呈中高两低的

抛物线分布。Qw2 类杂交组合中 120 个组合比对

照渝糯 7 号增产，80 个比对照减产；Qw10 类杂交

组合中 118 个组合比对照增产，82 个比对照减产。

Qw2 类杂交组合每 667m2 平均产量 837.2kg，略低于

Qw10 类杂交组合平均产量 841.2kg，说明通过聚合

选育对 YW 和衡白两类糯玉米材料的改良作用效

果相似，部分杂交组合鲜穗产量较渝糯 7 号有显著 
提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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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　Qw2 类杂交组合较对照渝糯 7 号增（减）产情况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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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　Qw10 类杂交组合较对照渝糯 7 号增（减）产情况统计

分别筛选出 Qw2 和 Qw10 两类杂交组合鲜穗

产量表现较好的 10 个组合，结果见表 1。YW 类选

系 Qw2-14 组配有 3 个组合产量表现较优，分别为

Qw2-14×46A、Qw2-14×S39-6-1 和 Qw2-14×

京 A ；衡白类选系 Qw10-9 组配有 2 个组合产量表

现较优，分别为 Qw10-9×yw2 和 Qw10-9×w218，
这 2 份选系和所组配的杂交组合应予以重点 
关注。

表 1　YW 类和衡白类选系组配产量排名前 10 的杂交组合

组合 小区产量（kg） 鲜穗产量（kg/667m2） 比渝糯 7 号产量 ±（%） 比参试组合平均产量 ±（%）

Qw2-12×46A 18.977 1041.3 28.9 24.4 

Qw2-10×S39-6-1 18.792 1031.1 27.7 23.2 

Qw2-14×46A 18.756 1029.1 27.4 22.9 

Qw2-8×w343 18.612 1021.2 26.5 22.0 

Qw2-14×S39-6-1 18.574 1019.1 26.2 21.7 

Qw2-17×w260 18.540 1017.3 26.0 21.5 

Qw2-13× 京 A 18.522 1016.3 25.9 21.4 

Qw2-11×w348-3-1 18.436 1011.6 25.3 20.8 

Qw2-14× 京 A 18.332 1005.9 24.6 20.1 

Qw2-5×8300-22 18.306 1004.4 24.4 20.0 

Qw10-10×1107-12A 19.062 1045.9 28.8 24.3 

Qw10-9×yw2 19.042 1044.8 28.6 24.2 

Qw10-2×715-10 19.026 1044.0 28.5 24.1 

Qw10-4×w225 19.008 1043.0 28.4 24.0 

Qw10-9×w218 18.954 1040.0 28.0 23.6 

Qw10-11×w260 18.882 1036.0 27.5 23.2 

Qw10-3× 京 A 18.692 1025.6 26.3 21.9 

Qw10-8×w348-3-1 18.632 1022.3 25.9 21.5 

Qw10-18×715-10 18.432 1011.4 24.5 20.2 

Qw10-16×yw2 18.386 1008.8 24.2 19.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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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　组合蒸煮食味品质　按照农业部糯玉米行业

标准对杂交组合的外观品质和蒸煮食味品质进行鉴

定和评价，YW 和衡白两类新选系所组配杂交组合

中品质评分排名前 10 的组合见表 2。由表 2 可知，

组合 Qw10-17× 京 A、Qw10-9× 京 B 和 Qw2-1×
京 B 品质评分较高，分别为 88.5 分、88.2 分和 88.0
分。YW 类选系 Qw2-14 组配有 2 个组合品质得分

入选前 10 位，分别为 Qw2-14× 京 A 和 Qw2-14× 
S39-6-1；衡白类选系 Qw10-9 组配有 3 个组合品质

得分入选前 10 位，分别为 Qw10-9× 京 B、Qw10-
9×w218 和 Qw10-9×yw2，组合 Qw10-9× 京 B 虽

品质评分较高，但鲜穗产量仅为 792.2kg，比对照渝

糯 7 号减产 2.47%。

表 2　YW 和衡白两类选系组配品质排名前 10 的杂交组合

组合 感官 气味 色泽 风味 糯性 柔嫩性 皮薄厚 总评分

Qw2-1× 京 B 25.4 6.3 6.2 8.4 16.7 8.6 16.4 88.0 

Qw2-11×w348-3-1 25.3 6.4 6.3 8.4 16.6 8.5 16.4 87.9 

Qw2-13×46A 25.2 6.3 6.2 8.6 16.7 8.3 16.3 87.6 

Qw2-14× 京 A 25.3 6.2 6.1 8.4 16.5 8.4 16.4 87.3 

Qw2-9×w343 25.3 6.3 6.1 8.3 16.4 8.3 16.4 87.1 

Qw2-8×8300-22 25.2 6.2 6.3 8.2 16.5 8.2 16.3 86.9 

Qw2-16×w260 25.1 6.3 6.2 8.2 16.4 8.3 16.3 86.8 

Qw2-14×S39-6-1 25.2 6.2 6.3 8.2 16.4 8.2 16.2 86.7 

Qw2-17×46A 25.0 6.3 6.2 8.3 16.3 8.1 16.3 86.5 

Qw2-19×710-8 25.2 6.2 6.3 8.1 16.4 8.1 16.2 86.5 

Qw10-17× 京 A 25.5 6.4 6.3 8.5 16.9 8.5 16.4 88.5 

Qw10-9× 京 B 25.3 6.3 6.3 8.5 16.8 8.4 16.6 88.2 

Qw10-10×yw2 25.2 6.2 6.2 8.4 16.7 8.4 16.5 87.6 

Qw10-2×w260 25.3 6.3 6.1 8.3 16.5 8.4 16.4 87.3 

Qw10-6×w348-3-1 25.2 6.2 6.2 8.2 16.6 8.5 16.2 87.1 

Qw10-10× 京 B 25.3 6.1 6.0 8.1 16.5 8.3 16.5 86.8 

Qw10-9×w218 25.2 6.0 6.2 8.3 16.3 8.4 16.4 86.8 

Qw10-1×715-10 25.1 6.2 6.2 8.4 16.4 8.2 16.2 86.7 

Qw10-9×yw2 25.2 6.3 6.2 8.3 16.3 8.1 16.0 86.4 

Qw10-10×w348-3-1 25.1 6.1 6.1 8.2 16.4 8.2 16.2 86.3 

渝糯 7 号（CK） 25.0 6.0 6.0 8.0 16.0 8.0 16.0 85.0

2.3　组合抗病性　对西南地区糯玉米种植主要

流行病害进行调查，统计结果见表 3。Qw2 和

Qw10 两类杂交组合对大斑病、小斑病和茎腐病

抗性表现较好，田间无高感情况发生，且抗性评价

为感病的组合数较少。由于高温高湿的气候环

境，糯玉米试验组合田间发生的主要病害为纹枯

病。Qw2 类杂交组合有 5 个组合纹枯病抗性为

高感，纹枯病抗性达中抗以上的组合有 163 个，占

总组合数的 81.5% ；Qw10 类杂交组合有 3 个组

合纹枯病抗性为高感，抗性达中抗以上的组合有

169 个，占总组合数的 84.5%，略高于 Qw2 类杂交 
组合。

新选系 Qw2-14、Qw10-9 和 Qw10-10 组配杂

交组合田间抗病性结果见表 4。3 份新选系组配的

10 个杂交组合对大斑病、小斑病、纹枯病、茎腐病和

玉米螟抗性表现较好，大斑病和小斑病抗性 1~3 级，

纹枯病抗性 1~5 级，玉米螟抗性 1~3 级，茎腐病发

病株率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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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　Qw2 和 Qw10 两类杂交组合田间抗病性统计

病害名称 抗病等级

Qw2 类 Qw10 类

组合数
百分比

（%）
组合数

百分比

（%）

大斑病 HR 23 11.5 27 13.5

R 118 59.0 131 65.5

MR 56 28.0 23 11.5

S 3 1.5 19 9.5

HS 0 0 0 0

小斑病 HR 27 13.5 29 14.5

R 121 60.5 129 64.5

MR 48 24.0 39 19.5

S 4 2.0 3 1.5

HS 0 0 0 0

纹枯病 HR 11 5.5 13 6.5

R 68 34.0 73 36.5

MR 84 42.0 83 41.5

S 32 16.0 28 14.0

HS 5 2.5 3 1.5

茎腐病 HR 81 40.5 87 43.5

R 101 50.5 93 46.5

MR 15 7.5 18 9.0

S 3 1.5 2 1.0

HS 0 0 0 0

表 4　新选系 Qw2-14、Qw10-9、Qw10-10 组 

配杂交组合田间抗病性

组合
大斑病

（级）

小斑病

（级）

纹枯病

（级）

茎腐病发

病株率

（%）

玉米螟

（级）

Qw2-14×46A 1 3 3 0 1

Qw2-14×S39-6-1 1 3 1 0 1

Qw2-14× 京 A 3 1 3 1.7 1

Qw10-9×yw2 3 1 3 0 1

Qw10-9×w218 1 1 3 0 1

Qw10-9× 京 B 1 3 5 0 3

Qw10-10×1107-12A 3 1 1 0 1

Qw10-10×yw2 1 3 3 0 1

Qw10-10× 京 B 1 3 5 3.3 1

Qw10-10×w348-3-1 1 1 3 0 1

3　结论与讨论
聚合选育是创制糯玉米新种质的育种方法之

一。本研究结合前期通过 SNP 分子标记手段对糯

玉米材料进行类群划分的结果，将糯玉米材料划分

为 YW 类、衡白类、热带种质类和外来血缘类等几

大类群，选择 YW 类和衡白类糯玉米自交系进行混

合授粉合成群体，经连续混粉聚合 2 代，单株自交选

育 6 代获得糯玉米新选系。对新选系的测配试验结

果表明，部分新选株系组配的杂交组合在产量、食味

品质和抗病性上都有较好的表现，如新选系 Qw2-
14、Qw10-9、Qw10-10 等，说明先划分种质类群、后

按不同类群合成群体聚合选育新材料的方法是行之

有效的。遗憾的是糯玉米组合在产量与品质表现上

往往不能有效同步，而在糯玉米实际生产中既要注

重产量，又要追求品质。因此，在糯玉米育种实践中

需加大测配力度，分别测试试验组合产量、评价外观

与蒸煮食味品质，在产量与品质的平衡中选择最优

组合。

本研究发现株系 Qw2-14 和 Qw10-9 比较独特，

所配组合在鲜穗产量和蒸煮食味品质评分中均有较

好表现，在育种实践中应加大对这两份材料的测配

和利用。综合产量和品质评分结果显示，组合 Qw2-
14×S39-6-1、Qw2-14× 京 A、Qw10-9×yw2 和

Qw10-9×w218 的产量和品质均表现较好，结合抗

病性、株型、株高、穗位高等田间农艺性状表现，可推

荐参加国家或省市级糯玉米区域试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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